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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耕区鸟类群落特征及与几种生境因子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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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"### & "##" 年冬季和夏季，采用固定样带法在上海郊区所有区县选择了 !’ 条样带，对农耕区鸟类

做了 ( 次抽样调查。记录了鸟类的组成、数量、出现频率及生境因子特征。根据调查数据，计算鸟类密度、多

样性、均匀度、优势度、生物量、相对重要值等群落特征参数。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’$ 种，隶属 !) 目 "$ 科。平

均密度为 * +!% 只 , -."，多样性指数为 ! +/’("。优势种为麻雀、家燕、白头鹎、棕背伯劳和白!"。鸟类组成

中水鸟（夜鹭、白鹭等）较多，占了总数的 ! , )；与上海其他区域相比，鸟类密度较高，但种类相对较少，数

量集中在少数几个物种（麻雀、家燕、白头鹎、棕背伯劳等）。鸟类物种丰富度与荒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，与

环境污染程度呈显著负相关，与林地面积、人口密度、水体面积等相关不显著。提示荒地对鸟类多样性非常重

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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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化意味着高度干扰和环境剧烈变化（S:O
E:C:，!%%(），其结果会影响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资

源丰富度（V6CC> :9 <C，!%/%）。鸟类对栖息地组成

与结构的改变非常敏感，可以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压

力和环境变化的良好指示物种。城市郊区可以起到

补充城 市 鸟 类 群 落 物 种 源 的 作 用（F<A<5= :9 <C，

! 收稿日期："##) 2 #* 2 "’；接受日期："##) 2 !# 2 "*
基金项目：上海市农林局资助项目（"### 2 !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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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""），位于城市与农村交汇处的鸟类最有可能成

为城市鸟类（#$%&’()& *+ ,-，.//0）。

上海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，城

市扩展迅速。而郊区农耕区面积大，开发程度高。

城市化对农耕区鸟类的影响如何？如何在城市扩展

过程中保护鸟类资源？进而通过廊道作用将城市与

农村交汇处的鸟类与城市联系起来，提高城市鸟类

的多样性（1,2,34 *+ ,-，!"""），是急需解决的问

题。对该区域鸟类资源状况及环境因子的调查，为

城市鸟类及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质量评价提供科学

依据，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。

! 研究区域及方法

! "! 研究区域

据《上海农村统计年鉴》!"". 年统计，上海

郊区农耕地总面积为 ! 05/ )’!，占全市总面积的

65 7"/8（内部资料，!""!）。主要种植粮食作物、

蔬菜和人工林，另有少量的天然草本和木本植物。

种植树木除果树外，还有水杉（!"#$%"&’()$ *+,-.
#(%#/(0()1"%）、香樟（2)33$4(4’4 5$4-6(/$）、悬铃

木（7+$#$3’% $5"/)8+(/$）、刺槐（9/(0)3)$ -%"’1($5$.
5)$）等绿化树种。

! "# 调查方法

于 !"""、!"". 年冬季和 !"".、!""! 年夏季，

即鸟类群落的相对平稳期（9:& *+ ,-，.//0），在上

海郊区所有区县，分别对上海农耕区的鸟类做了 6
次抽样调查。采用固定样带法，每个样带长 ; )’，

共选择样带 .< 条。调查中以 ! = ; 人一组，以 . 75
)’ > ? 的行进速度用 < @ 5" 双筒望远镜或者 .5 = A"
@ 5" 单筒望远镜观察记录两侧 5" ’ 内鸟类的种类、

数量、出现频率。调查时间主要在鸟类活动高峰期

的早晨和傍晚，偶尔因天气等原因提前或延后。留

鸟、夏 候 鸟、 冬 候 鸟 和 旅 鸟 依 据 B:,CD *+ ,-
（.//;）确定。

影响鸟类生境的因子很多，我们选择了 0 种指

标：农田面积、林地面积、荒地面积、水面面积、

建筑物面积、微生境多样性、水质污染程度和人口

密度。在 .< 条固定样带中直接测算各种生境面积

比例。另将样带内生境细分为 ." 种类型，即粮田、

菜地、针叶林、阔叶林、灌丛、杂草地、水塘、河

道、湿地和建筑地，根据每个样带内类型多少计算

生境多样性。水质污染程度按国家水质污染等级混

浊度和颜色目测指标估测，从高到低分 5 个水质等

级。人口密度按最新统计年鉴确定。

! "$ 统计方法

鸟类密度按 : ; < = !>?（E,$，.//.）计算。

其中 : 为鸟类密度，< 为样带内记录的鸟类数量，

> 为样带长度，? 为样带单边宽度。物种多样性指

标采用 1?,CC$CFG&*C*3 指数公式（见 H?*CD *+ ,-，

.//6）：@A ; !
3

) ; .
7) -C7) 计算。其中 7) 为物种 ) 个

数与所有物种总数之比。均匀度指标采用 I&*-$: 指

数：B ; @A = @’,J 计算。式中 @A同上，@’,J K -C C，

C 为物种数。优势度指标采用优势指数 2 的方法：

2 ; !
3

) ; .
（7)）

! 计算。7) 同上。优势程度根据遇见

频次（L）确定：L"" 75 的为优势种，" 75 M L"
" 7"5 的为常见种，L N " 7"5 为少见种。现存生物量

采用 D0 ; !<)?)（9?,CD *+ ,-，!"".）计算。其

中，<) 为第 ) 种的密度，?) 为第 ) 种的平均重量

（H?,$，!""!）。各种鸟类的相对重要值（OP）是在

原有 ; 项指标（Q$--R&C)* S T,?C*3，.//"；见 1:C，

!"".）基础上，增加了相对重量成分（U:,CD，待

发表）。计算公式为：

OP K（相对数量成分 V 相对时间成分 V 相对空间成

分 V 相对重量成分） > 6
其中，相对数量成分 K 某种鸟的个体数 >数量最多

的鸟种的个体数 @ .""，相对时间成分 K 某种鸟的

遇见频次 >总遇见频次 @ .""，相对空间成分 K 某种

鸟出现的样方数 >总样方数 @ .""，相对重量成分 K
某种鸟体重 >最重鸟的体重 @ .""。根据实际计算结

果，将 OP"!5 指定为最重要的种类，.5#OP N !5
定为比较重要的种类，5#OP N .5 定为一般种类，

OP N 5 定为较不重要的种类。鸟类与生境因子相关

分析是在 1I11 ." 7" WXQ GOYZXG1 上进行。

# 研究结果

# "! 鸟类群落特征

在上海农耕区共记录鸟类 <A 种，隶属 .; 目 !A
科。区 系 统 计 结 果 表 明： 古 北 界 种 类 较 多

（;0 7.A8），东洋界种类居中（;! 7/8），广布种较

少（ !0 7/68）。 居 留 型 中 留 鸟 稍 多， 计 !< 种

（;A8），旅鸟最少，计 .5 种（!"8）。从鸟类栖息

类型看，林鸟稍多，计 ;! 种，占总数的 6! 7AA8，

水鸟其次（!5 种），占总数的 ;; 7;;8。从农耕区

鸟类营巢地类型分析，以地面、树上和灌草丛中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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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! 上海农耕区鸟类名录

"#$%& ! ’()* +, $(-. )/&0(&) (1 23#143#( #4-(05%*5-#% #-&#

种类

!"#$%#&

居留型

!#’&()’*
+’,%’-%().

地理型

/#(0,’"1%$’*
+’,%’-%()2

保护状况

3()&#,+’-%()
&-’-4&5

密度

（只 6 172）

8#)&%-9

频次

（次 6 1）

:,#;4#)$9

生物量

（0 6 172）

<%(7’&&

重要值

=7"(,-’)-
+’*4#

#$科 >(?%$%"#?%?’#

小#$ !"#$%&’( )*+$%",,$( 留 广 @ A BAACD A BAE.F . BCDE5 F BCE

鹭科 G,?#%?’#

白鹭 -.)&//0 .0)&//0 夏 东 @ A B.ACD A B5.F5 HI BCAA5 2F BEHI2

苍鹭 1)#& %$2&)&0 留 广 @ A BAA2C A BAHH. H BAIDI 2D B2AF5

草鹭 1)#&0 %$2&)&0 夏 广 @ A BAAAE A BAAIE A BE22. 2A BI.HE

池鹭 1)#&",0 30%%4*( 夏 东 @ A BAE5H A BHEE5 .5 BF2E 25 BFEC

大白鹭 -.)&//0 0,3*( 夏 东 @ A BA.I2 A BAEC. .E B5CD5 22 BE2.I

黄嘴白鹭 -.)&//0 &*,"’4"/&( 夏 东 ! A BAA2 A BA.E A BCHEF .. BI5.D

绿鹭 5*/")$#&( (/)$0/*( 夏 东 @ A BAA. A BA.E A B2CA2 D B5FF

牛背鹭 5*3*,%*( $3$( 夏 东 @ A BAF.5 A BAE.F 25 BH5ED .. BDFC

夜鹭 67%/$%")08 27/$%")08 留 广 @ A B...D A B.HIH FF BF5CI 2H B25.E

中白鹭 -.)&//0 $2/&)9&#$0 夏 东 @ A BA.IF A BAFFF .A B5HI2 .C BDCII

黄斑苇% :8"3)7%4*( ($2&2($( 夏 东 @ A BA.HI A B.EHH . B2CAH D BH.HE

鸭科 G)’-%?’#

绿头鸭 120( ’,0/7)472%4"( 冬 古 @ A BAA. A BAAIE . BA5EE 2A BEFAD

鹰科 G$$%"%-,%?’#

苍鹰 1%%$’$/&) .&2/$,&( 旅 古 ! A BAAAE A BAAIE A B5I5D .E B2F..

赤腹鹰 1%%$’$/&) .&2/$,&( 夏 东 ! A BAAAE A BAAIE A BAEIF 5 BF55.

隼科 :’*$()%?’#

红隼 ;0,%" /$22*2%*,*( 冬 广 ! A BAA2E A BA5IE A BEFDF .. BIEFC

雉科 >1’&%’)%?’#

鹌鹑 <"/*)2$8 %"/*)2$8 冬 广 @ A BAA5C A BA5I. A B5IDH I BDE55

环颈雉 !40($02*( %",%4$%*( 留 古 A BAA.E A BA22. . BIEDD 2H BF52C

秧鸡科 J’**%?’#

黑水鸡 =",,$2*,0 %4,")"’*( 留 广 @ A BAAHC A BAEDI . B52HD C BF5C2

&科 31’,’?,%%?’#

凤头麦鸡 >02&,,*( ?02&,,*( 冬 古 @ A BAA. A BA.HF A B22AF E BF.5.

灰头麦鸡 >02&,,*( %$2&)&*( 旅 古 @ A BAA2C A BAAIE A BDFHI F BD5EH

剑& <40)0#)$*( 4$0/$%*,0 冬 古 @ A BAAAE A BAAIE A BA55I 2 BIEH5

金眶& <40)0#)$*( #*3$*( 旅 古 @ A BAA2 A BA.E A BAIAF 5 BFDFC

鹬科 !$(*("’$%?’#

红脚鹬 @)$2.0 /"/02*( 冬 古 @ A BAA. A BAAIE A B.25E 5 BICAH

矶鹬 @)$2.0 47’",&*%"( 留 古 @ A BA2.F A BAIH. . BAD5D .. BIIFE

林鹬 @)$2.0 .,0)&",0 旅 古 @ A BAA2 A BAAIE A B.2EE 2 BFDAC

青脚鹬 @)$2.0 2&3*,0)$0 冬 广 @ A BAAAE A BAAIE A B.A55 E B5.H2

（续下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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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表）

种类

!"#$%#&

居留型

!#’&()’*
+’,%’-%().

地理型

/#(0,’"1%$’*
+’,%’-%()2

保护状况

3()&#,+’-%()
&-’-4&5

密度

（只 6 172）

8#)&%-9

频次

（次 6 1）

:,#;4#)$9

生物量

（0 6 172）

<%(7’&&

重要值

=7"(,-’)-
+’*4#

鸥科 >’,%?’#

海鸥 !"#$% &"’$% 冬 古 @ A BAA2 A BA.C A BDEAF .. BFG.C

须浮鸥 ()*+,-’+"% )./#+," 夏 东 @ A BA.FE A BAFAG . BE5HE E BCF.5

鸠鸽科 3(*47I%?’#

山斑鸠 01#231-32*+" -#+2’1"*+% 留 广 @ A BAA5H A BA.C A BF52. G BH2.F

珠颈斑鸠 01#231-32*" &)+’2’%+% 留 东 @ A BA2A. A B.DD 5 B2HAF .H BH5C.

杜鹃科 34$4*%?’#

四声杜鹃 ($&$*$% 4+&#-312#$% 夏 广 ! @ A BAAAC A BAAGC A BACF. 5 BEC.2

雨燕科 J"(?%?’#

白腰雨燕 53$% 3"&+6+&$% 旅 广 @ A BAAF5 A BA2DE A B5CF. C BH.H.

戴胜科 K"4"%?’#

戴胜 73$3" 23-3% 旅 广 @ A BAA. A BA.C A BAEFH H B2FG2

翠鸟科 J*$#?%)%?’#

普通翠鸟 5*&2,- "11)+% 留 广 @ A BA.H2 A B.GGH A BHAFG .G BGEH

百灵科 J*’4?%?’#

云雀 5*%$," "#82’%+% 冬 古 @ A B2.H2 A B5HCD G B.22G 2H BF2AH

燕科 L%,4)?%)%?’#

家燕 9+#$’,- #$%1+&" 夏 广 @ A BCDF . BF.E5 .A BE.C2 HA BA2HG

金腰燕 9+#$’,- ,"$#+&" 夏 广 @ A BAA2C A BA5 A BACGE E BHFG5

!"科 M(-’$%**%?’#

白!" :-1"&+**" "*/" 留 古 @ A BAFH5 A BG2.5 . BD.F. 2D BDGFG

红喉鹨 5’1)$% &2#8+’$% 冬 广 @ A BAA.C A BAAGC A BA5AD . BDA.E

黄!" :-1"&+**" 6*"8" 旅 古 @ A BAAAC A BAAGC A BAAD2 . BFC2D

灰!" :-1"&+**" &+’2#2" 旅 古 @ A BAAGF A BAC2. A B.5D2 D BHFGF

树鹨 5’1)$% )-,;%-’+ 冬 古 @ A BA..5 A BACD. A B2H2H F B.C.2

水鹨 5’1)$% %3+’-*211" 冬 古 @ A BAAHH A BA22. A BADG. 5 BHD2G

田鹨 5’1)$% ’-8"2%22*"’,+"2 夏 东 @ A BAAFF A BAAGC A B2EED 2 BAGEC

鹎科 N9$)()-%?’#

白头鹎 <.&’-’-1$% %+’2’%+% 留 广 ! @ A B.5E5 A BC2DH H BE555 2C B.G.E

伯劳科 >’)%%?’#

红尾伯劳 !"’+$% &#+%1"1$% 旅 古 @ A BAA2 A BA22. A BAEHG 5 BEGAG

棕背伯劳 !"’+$% %&)"&) 留 东 ! @ A B.DDC 2 BHAH .5 BG.E5 HA BGFD

椋鸟科 !-4,)%?’#

灰椋鸟 01$#’$% &+’2#"&2$% 冬 古 @ A BAA.C A BAAGC A B.2HE 5 BACAD

鸦科 3(,+%?’#

喜鹊 <+&" 3+&" 留 广 ! @ A BAA. A BA.C A B2.G2 G BA22D

’科 M4&$%$’"%?’#

（续下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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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表）

种类

!"#$%#&

居留型

!#’&()’*
+’,%’-%().

地理型

/#(0,’"1%$’*
+’,%’-%()2

保护状况

3()&#,+’-%()
&-’-4&5

密度

（只 6 172）

8#)&%-9

频次

（次 6 1）

:,#;4#)$9

生物量

（0 6 172）

<%(7’&&

重要值

=7"(,-’)-
+’*4#

北红尾鸲 !"#$%&’()*+ +*(,*)&+ 冬 古 > ? @??A5 ? @..AB ? @.C5A .D @B22E

红胁蓝尾鸲 -*)+&.$) ’/*%()(+ 冬 古 > ? @???D ? @??BD ? @??EE . @BDA5

乌鸫 -()0(+ 1$)(,* 留 东 ! ? @?2D ? @25DE 2 @C.2D F @?F5.

白腹鸫 -()0(+ 2*,,&0(+ 旅 古 > ? @??BA ? @?2FE ? @DEEB 2 @FFEB

画眉 3*))(,*4 ’*%#)(+ 留 东 > ? @???D ? @??BD ? @?2FB 2 @E?DE

黑脸噪鹛 3*))(,*4 2$)+2&’&,,*5(+ 留 东 > ? @???D ? @??BD ? @?DBA 5 @EC22

棕头鸦雀 !*)*0#4#)%&+ 6$77&*%+ 留 东 ? @.CD. ? @.FF . @EEAE 2? @.2DE

大苇莺 8’)#’$2"*,(+ *)(%0&%*’$(+ 旅 古 > ? @??FA ? @?DF. ? @25BB F @EDF.

短翅树莺 9$55&* 0&2"#%$ 夏 东 ? @??5C ? @?D2. ? @.?.2 F @EE5

褐柳莺 !"/,,#+’#2(+ :(+’*5(+ 旅 古 > ? @???D ? @??BD ? @??CC . @EBB.

黄腹树莺 9$55&* *’*%5"&;#&0$+ 留 东 > ? @??2D ? @??BD ? @?.ED . @ED2A

黄眉柳莺 !"/,,#+’#2(+ &%#)%*5(+ 旅 古 > ? @???D ? @??BD ? @??5B . @ED?.

极北柳莺 !"/,,#+’#2(+ 7#)$*,&+ 旅 古 > ? @???D ? @??BD ? @??CC . @EBB.

棕扇尾莺 9&+5&’#,* <(%’&0&+ 留 东 ? @?CEE ? @CE5B ? @5FDA 2E @DDE.

山雀科 G’,%H’#

大山雀 !*)(+ 1*<#) 留 广 ! > ? @?.?5 ? @?AAB ? @.CEB .. @..2.

文鸟科 G*($#%H’#

白腰文鸟 =#%’"()* +5)&*5* 留 广 ? @?.DB ? @?DF. ? @.AA2 F @CAB.

斑文鸟 =#%’"()* 2(%’5(,*5* 留 东 ? @??DC ? @?.D ? @?BEA 5 @5255

麻雀 !*++$) 1#%5*%(+ 留 广 > 5 @?.2B C @EE. BD @5.AE B5 @FA?5

雀科 :,%)0%**%H’#

黑头蜡嘴雀 >#2"#%* 2$)+#%*5* 冬 古 > ? @??. ? @??BD ? @?BAF 2 @FB?2

锡嘴雀 9#’’#5")*(+5$+ 3@ 冬 古 > ? @??CC ? @?2FE ? @25CF D @DEEF

灰头( >17$)&;* +2#0#’$2"*,* 冬 古 > ? @?CCE ? @2DB2 ? @ADAB 2D @E2E2

金翅 9*)0($,&+ +&%&’* 留 广 > ? @??2D ? @?.D ? @?CCB 5 @5B.

栗耳( >17$)&;* :(’%*5* 留 东 > ? @?.E2 ? @?EEE ? @55DB D @2BBC

三道眉草( >17$)&;* ’&#&0$+ 留 东 > ? @??BC ? @?D.E ? @.BED E @ED2F

田( >17$)&;* )(+5&’* 旅 东 > ? @??EF ? @?CD ? @.5?C F @CECC
.夏：夏候鸟（!477#, +%&%-(,&）；冬：冬 候 鸟（I%)-#, +%&%-(,&）；旅：旅 鸟（J%0,’)-&）：留：留 鸟（K#&%H#)-&）。2 古：古 北 界（!"#$%#& (L
"’*’#’,$-%$ ,#0%()）；东：东洋界（!"#$%#& (L (,%#)-’* ,#0%()）；广：广布型（3(&7("(*%-’) &"#$%#&）。5!、"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级别（3’-#0(,9
(L -1# &-’-# M#9 ",(-#$-#H N%,H&）；!：上海市重点保护鸟类（O1# M#9 ",(-#$-#H N%,H& (L !1’)01’%）； > ：有益有科研和经济价值鸟类（<%,H& ’,#
N#)#L%$%’* (, 1’+# %)"(,-’)- #$()(7%$ ’)H &$%#)-%L%$ +’*4#&）。

巢居多，常在此 5 种环境筑巢鸟类占总数的 F?P以

上。农耕区中的国家保护鸟类非常少，仅 C 种，占

总数的 E @EBP；国家林业部规定的“三有”鸟类

ED 种；上海市重点保护鸟类 A 种（表 .）。

鸟类平均密度为 D @.F 只 6 172。其中麻雀、家

燕、云雀、棕背伯劳、棕头鸦雀密度较大。鸟类总

平均生物量为 52E @D5 0 6 172。其中，麻雀、夜鹭、

白鹭、牛背鹭和棕背伯劳生物量较大。农耕区鸟类

优势种有 D 种，分别是麻雀、棕背伯劳、家燕、白

!"和白头鹎；常见种 2A 种，出现频率较高的有

棕扇苇莺、池鹭、云雀、白鹭、灰头(等；少见种

C5 种，较为珍稀的有苍鹰、红隼、戴胜、凤头麦

鸡、灰头麦鸡等（见表 .）。

鸟类多样性指数（?@）为 . @ABC2，均匀性指数

（A）为 ? @C52A，优势度指数（9）为 ? @5DB5。根据鸟类

重要值公式计算，农耕区鸟类中最重要的种类有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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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，分别是麻雀、棕背伯劳、家燕、白!"、苍鹭、棕扇

尾莺、白鹭、灰头(、白头鹎，占总数的 !! "#$%，其中

麻雀重要值最高，达 &’ "(#。较重要的种类 !) 种，占

!* "&(%；一般种类 ’! 种，占 $+ "&(%；不重要的种类

)$ 种，占总数的 ’! "*#%。

! "! 鸟类群落与生境因子的关系

不同调查样带生境因子特征见表 )，鸟类种类、

密度、多样性指数和生物量与生境因子关系见表 ’。

结果显示，鸟类种类、多样性指数、生物量与荒地

面积呈正相关，鸟类种数、多样性与水质污染程度

负相关，与其他因子相关不显著。

# 讨 论

上海郊区农耕区水鸟（如夜鹭、白鹭等）较

多，占了总数的 ! , ’。其原因：一是区域内河流纵

横 ，湖泊、水塘密布，为水鸟提供了栖息环境；二

表 ! 农耕区生境因子特征

$%&’( ! )(%*+,(- ./ 0%&1*%*- 12 %3,14+’*+,%’ %,(%

样带号!

-." ./ 012345604

主要生境类型比例

7283 92:80204 ;1.;.108.3（%） 生境多样性

<8=51480>
./ 92:80204

水质污染（等级）

?2051 ;.@@A08.3
（@5=5@）

人口密度（人 , 9B)）

C.;A@208.3 D53480>
（;514.3 , 9B)）

农田

E21B@23D
荒地

?2405@23D
林地

E.1540@23D
水面

?2051
建筑物

FA8@D83G

! $( ") + "#’ + $H "#’ ’ "!# H ’ + "&&

) ’H "** & "*$ & "’# )) "* )H "+# # $ !) "*

’ #) "$& !+ "# + + H "&’ * + ) "H&

$ ’H "! H) "(# + + "(! + "!’ ’ ) + "’

* &( "’’ !& "’ ! "$& ! "H* + ")* * ) + "$’

H !# "+) !H "+’ + H’ "&) ) "! $ ) ! "H

& H) "!( + !$ "+$ # ")# !* "$( H ’ + "(

# H’ "*$ $ "&’ ’ "( )+ "!# & "H* & $ ’ "!’

( ’) "*( ’+ "#’ H "+# & "( )! "(’ & ’ ) "’&

!+ $$ "H* + ’ "(* & "+H $$ "’$ & $ ! "&

!! $# "’* + H "!H $’ "H* ) "$$ H $ ) "+&

!) H# "(* $ "*) + "$* $ "&& )+ "(! H $ ’ "H&

!’ && ")! ) "+) + ")! ) "&# !& "$$ H $ ! "(&

!$ *) "$! + H "’ !+ "’# ’+ "(! $ * &

!* &! "+( + "(’ ! "&H ! ")’ )$ "(( H $ ) "’’

!H $’ "!* ’* ")& + !! "!& !+ "$! H ’ + "&

!& ** "’* + + !$ "$) ’+ * $ !) "(’
! !：莲盛（I8234953G）；)：青东（J83GD.3G）；’：廊下（I23GK82）；$：东滩 !（<.3G023 !）；*：东滩 )（<.3G023 )）；H：东滩 ’（<.3G023
’）；&：绿华（IA9A2）；#：楼塘（I.A023G）；(：广富林（LA23G/A@83）；!+：大场（<26923G）；!!：罗店（IA.D823）；!)：新桥（M83N82.）；

!’：长兴（O923GK83G）；!$：庄行（P9A23G923G）；!*：建设（Q823495）；!H：塘外（R23GS28）；!&：红光（T.3GGA23G）。

表 # 农耕区鸟类群落特征与生境因子的相关系数

$%&’( # 5.,,(’%*1.2 4.(//141(2*- &(*6((2 %71%2 4.88+21*1(- %29 0%&1*%*- 12 %3,14+’*+,%’ %,(%

特征

E520A154
农田

E21B@23D
荒地

?2405@23D
林地

E.1540@23D

生境类型

T2:8020
D8=51480>

水面积

?2051 2152

水质污染

?2051
;.@@A08.3

建筑物面积

FA8@D83G 2152

人口密度

C.;A@208.3
D53480>

种类 U;56854 V + "!(’ + "(+H!! + "))’ V + ")(H V + "+$( V + "*+(! V + "$)H V + "$)’

密度 <53480> V + ")H$ V + "+H& + "’#+ + "’#+ + "+!# + "$!! + ")## + "!*+

多样性 <8=51480> V + "+&+ + "&)+!! V + "+() V + "$)) V + "+H) V + "&$’!! V + "$*! V + "$*!

生物量 F8.B244 V + "’(! + "H’!!! + "’)) + "!)# V + "+(# V + ")$* V + "+$# V + "!$*
! ! W + "+*，!!! W + "+!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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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夏季农田大量种植水稻，属人工湿地，为水鸟提

供了丰富的食物。

与其他同期调查的林地、湿地、公共绿地相比，

农耕区鸟类密度较高，但种类较少，均匀性较差，数

量集中在少数几个物种（如麻雀、家燕、白头鹎、棕背

伯劳等），这与农耕区环境相对单一有关。

鸟类物种数、多样性和生物量与荒地面积呈正

相关的结果说明，荒地对鸟类来说非常重要。荒地

植被物种多样性高、接近自然，可为鸟类提供较好

的隐蔽场所和较丰富的食物。鸟类种数、多样性与

水质污染程度的负相关在预料之中。其他环境因

子，如林地面积、人口密度、生境类型等对农耕区

鸟类的影响不大。原因一是农耕区中的林木品种单

一（多为防护林或行道树），且覆盖面积较小；二

是许多鸟类，如麻雀、白头鹎、棕背伯劳等已适应

人类干扰。

针对上述情况，建议农耕区在鸟类保护方面采

取以下措施：!）尽量保留现有的自然微生境，如

田边、地角、道路两边、河流堤岸等；"）适当增

加荒地面积，为鸟类提供更广阔生存空间；#）增

加林地面积和林木多样性，最好在农田周围种植成

片森林，并且注重乔灌草的搭配，多种植乡土植

物；$）防止环境污染，尽量减少使用化肥和农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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